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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吉林省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吉人社规〔2022〕9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

指示精神，更好地吸引各类人才在吉林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激发人才参与乡

村振兴活力，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

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吉办发〔2021〕18 号）和《关于激发人才活力

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3.0 版）》（吉办发〔2022〕18 号）精

神，制定了《吉林省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 年 11 月 21 日  

   吉林省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

持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吉办发〔2021〕18号）精神，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乡土人才在我省乡村建设中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

展、带动群众致富和助力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等方面示范带动作用，结合

吉林省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主要面向长期扎根基层、从事适度规模经营

的农民、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村手工艺者、民间艺人、技术能
手、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电商营销人员。  

  第三条 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设置 9 个专业，即：乡村振兴农经师、乡村振兴

农艺师、乡村振兴农技师、乡村振兴农林师、乡村振兴农建师、乡村振兴工艺

师、乡村振兴兽医师、乡村振兴畜牧师、乡村振兴电商营销师。  

  第四条 乡村振兴人才职称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副高级）三个层级，具

体对应专业为：  

  （一）乡村振兴农经专业：乡村振兴助理农经师、乡村振兴农经师、乡村

振兴高级农经师。  

  （二）乡村振兴农艺专业：乡村振兴助理农艺师、乡村振兴农艺师、乡村

振兴高级农艺师。  



  （三）乡村振兴农技专业：乡村振兴助理农技师、乡村振兴农技师、乡村

振兴高级农技师。  

  （四）乡村振兴农林专业：乡村振兴助理农林师、乡村振兴农林师、乡村

振兴高级农林师。  

  （五）乡村振兴农建专业：乡村振兴助理农建师、乡村振兴农建师、乡村

振兴高级农建师。  

  （六）乡村振兴工艺专业：乡村振兴助理工艺师、乡村振兴工艺师、乡村

振兴高级工艺师。  

  （七）乡村振兴兽医专业：乡村振兴助理兽医师、乡村振兴兽医师、乡村

振兴高级兽医师。  

  （八）乡村振兴畜牧专业：乡村振兴助理畜牧师、乡村振兴畜牧师、乡村
振兴高级畜牧师。  

  （九）乡村振兴电商营销专业：乡村振兴助理电商营销师、乡村振兴电商

营销师、乡村振兴高级电商营销师。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五条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乡村群众

中有较好声誉。   

  第六条 乡村振兴人才职称申报，不唯学历、不唯年龄、不唯奖项、不唯论

文，凡是扎根乡村、振兴农业的人才，均可申报。  

  第七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  

  （一）违背乡规民约、公序良俗，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的人员。  

  （二）审查发现有伪造学历、资格证书、任职年限等有关证件材料，以及

提供虚假业绩、虚假论文论著，剽窃他人业绩成果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  

  （三）在职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及事业单位人员。  

  （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处罚，影响期未过的人员。  

   第三章 高级职称评审条件  

  第八条 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  
  （一）扎根乡村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主，农副产品销售

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业和其他涉农新业态的乡村人才。  

  （二）具有较强市场意识和管理水平，接受新理念、新知识能力强，能运

用现代的科技、信息等手段服务乡村建设发展，创办中等规模企业或专业经济
合作组织等载体平台，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贡

献，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领域重要荣誉奖励，带动就业创业业绩特别突出的乡村

人才。  

  第九条 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农产品良种繁育、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从事技艺技能的

乡村人才。  

  （二）在相关农业生产、民间手工艺领域具有较高超的特殊技艺，能够培

养传承人，在当地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指导农业生产、带领农

民增收致富中起到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领域重要荣誉奖励，贡献业绩特别突出的乡村人才。  

  第十条 乡村振兴高级农技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农业技术应用、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等工作的乡村人

才。  



  （二）实用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能在已有技术上进行创

新，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获得群众较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在相关技术领域具

有一技之长，善于吸纳和利用现代科技，解决生产实践中复杂的技术问题，获

得国家专利或取得省级以上涉农科技成果奖，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

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领域重要荣誉奖励，贡献

业绩特别突出的乡村人才。  

  第十一条 乡村振兴高级农林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乡村园林设计、苗木培育、果园管理、园林经济等工

作的乡村人才。  

  （二）园林生产实用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能在已有技术上

进行创新，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获得群众较广泛的认可和好评。担任中等规
模以上涉农企业承办人或技术指导，解决涉农企业技术发展瓶颈问题；独立或

联合带动周边 100 户以上农民从事园林生产经营活动，取得明显的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获得省级以上专利或取得涉农科技成果奖，产生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领域重要荣
誉奖励，贡献业绩特别突出的乡村人才。  

  第十二条 乡村振兴高级工艺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手工业、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工艺美术

从业人员、民间艺人等乡村人才。  

  （二）在乡村工艺美术、民间手工艺、民间演艺领域具有较高超的特殊技

艺，能够培养传承人，在当地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国家级或

省级大师、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省级以上奖励或称号；或获

得省级以上工艺美术领域重要（人才）奖项；或获得省级“劳动模范”称号。

技能技艺通过国家级认定或国家级社团组织的评价；或获得专利、技术秘密等

知识产权保护并转化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的乡村人才。  

  第十三条 乡村振兴高级农建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乡村规划管理、房屋棚室建筑设计施工（乡村泥瓦

匠、木匠等）相关领域乡村人才。  

  （二）熟练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建筑工作、乡村规划治理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业技术知识，熟悉本专业技术标准和规程，了解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
设备、新材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取得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成果。具有独立承担

较复杂工程项目的工作能力，能解决本专业范围内较复杂的工程问题。具有一

定的技术研究能力，能够撰写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研究成果或技术报告。获

得省级以上相关领域重要荣誉奖励，贡献业绩特别突出的乡村人才。  

  第十四条 乡村振兴高级兽医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动物疫病防治、动物疫病公共卫生管理以及相关知识

宣传普及等相关工作的乡村人才。  

  （二）动物疫情防控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能在已有技术上

进行创新，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获得群众较广泛的认可和好评。担任中等规

模以上畜牧生产企业疫病防治技术指导。善于吸纳和利用动物疫病防治前沿理

论技术，解决畜牧生产实践中复杂的技术问题，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领域重要荣誉奖励，贡

献业绩特别突出的乡村人才。  



  第十五条 乡村振兴高级畜牧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动物良种繁育、农牧产品加工、经济动物养殖等相关

领域的乡村人才。  

  （二）动物生产及肉产品加工经营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能

在已有技术上进行创新，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获得群众较广泛的认可和好

评。担任中等规模以上畜牧生产企业生产技术指导。解决生产实践中复杂的技

术问题，获得国家专利或取得畜牧领域科技成果奖，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领域重要荣誉奖

励，贡献业绩特别突出的乡村人才。  

  第十六条 乡村振兴高级电商营销师  

  （一）扎根乡村从事农村电子商务培训、营销相关领域的乡村人才。  
  （二）具有较强市场意识和管理水平，接受新理念、新知识能力强，能运

用现代的科技、信息等手段服务乡村建设发展，创办中等规模农村电子商务、

营销、物流载体平台，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个人获得省级电商大赛评选奖励或

称号；或获得省级以上专业（人才）奖项；所创办的农村电子商务、营销、物
流企业受到省级奖励；创办企业或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载体平台，带领农民增

收致富，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乡村人才。  

   第四章 初、中级职称评审条件  

  第十七条 乡村振兴人才初、中级职称评审标准由市（州）人社部门结合本

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在省人社厅指导下组织开展评审工作，评审标准和评审结

果报省人社厅备案。  

  第十八条 各市（州）乡村振兴人才初、中级职称评审数额由省人社厅下

达。  

   第五章 申报评审程序  

  第十九条 各市（州）人社部门按照省人社厅下达的推荐名额组织开展本地

区乡村振兴人才职称申报工作，其中高级职称推荐申报人员需在属地公示无误

汇总后统一报省人社厅。具体程序：  
   （一）材料受理。各县（市、区）人社部门负责组织本地乡村振兴人才职

称申报材料审核工作。  

   （二）材料审核。申报人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

并盖章。申报人无工作单位，且是所在县（市、区）行业协会、学会、农村合
作社等社会组织或农村经营组织的，由所在组织审核盖章；其他申报人的申报

材料可直接报送所在县（市、区）人社部门予以受理审核。  

   （三）材料公示。各县（市）人社部门应公示审核通过人员名单，对公示

期间反映有问题的，要及时核查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公示结果汇总报市

（州）人社部门。  

   （四）材料报送。初、中级职称申报人员材料由各县（市）人社局汇总后

报属地市（州）人社局。高级职称申报人员材料由各市（州）人社部门复核无

误后，汇总报送省人社厅。各市（州）人社部门报送的材料包括：  

  1.推荐报告。市（州）人社部门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报告应将组织申报

工作进行简要总结，推荐人选的类别、数量、基本业绩分别概括说明。  

  2.申报表格。按要求如实填报相关表格并加盖单位公章。  

  3.业绩证明材料。原则上，业绩材料册不得超过 20 页，均以复印件形式报

送，每页加盖单位审核章，页数较多的可采取骑缝章形式。  



   （五）评审。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由省人社厅统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初中

级职称评审工作由各市（州）人社部门统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工作严格

执行《吉林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吉人社规〔2021〕2 号）文件有关规

定。高级职称评审结果在省人社厅官网公示，初中级职称评审结果在各市

（州）人社局官网公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对边境地区乡村人才参加职称评审时给予单独分组、单设比例等

倾斜支持。  

  第二十一条 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证书按省人社厅统一式样，各地自行印制，

省内有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